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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海旅游：模式转换与创新(中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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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二、创新模式 

    （一）产品模式 

    1、近程休闲与远程度假。根据中国的国情，近程是休闲，远程是度假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海滨主体功能就

是这两个。比如说广州人大周末到阳江是休闲模式，而北京人到阳江，可能要呆上五天，这就是度假模式。这

两个层次具体到建设、经营、管理方面，成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模式。 

    2、文化的深入。滨海产品一定要有相应文化元素，就是到了海滨体验到一种新的文化，而且是一种深入的

生活性文化。 

    3、复合型模式。总体看，中国滨海旅游休闲度假的模式是复合型模式，就是休闲、度假加观光，这肯定是

个长远模式，也意味着很多项目合理配置。 

    4、市场主流。国际滨海旅游有一个关键词语，就是“玩”，可是中国人不太会玩，所以我们要研究

“闲”。市场主流正转向休闲度假。“闲”就是得闲空、有闲心、用闲钱、做闲事、养闲趣、育闲情。“闲”

包括大、中、小闲。小闲是八小时以后、中闲是大周末、大闲是黄金周加带薪休假。从市场分析，我们要区分

大中小闲，对景区开发和区域建设将起到根本性作用。一般来说，滨海旅游以大闲为主、以远程为主、以复合

为主，达到全方位满足，但并不排斥小中闲和其他事情。我们要把握市场主流，这样才能清楚把握产品模式。

到海滨旅游不分贫富贵贱，要从市场具体分析，才能确定产品模式。 

    （二）开发模式 

    1、集聚模式。从国际来看，零零散散、小打小闹、分散型的开发，这样的滨海度假区的模式基本上是不成

功的。就我国来看也是这样，1991年，国务院决定发展国家旅游度假区，1992年批了12个，到现在成功了两个

半，其他的基本不成功，原因就在于开发模式有问题，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市场条件还不够成熟。但现

在不同了，条件成熟了。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，市场相应成熟了，但仍然发展不起来，还是开发模式问题，

缺乏一个集聚模式。比如现在来看比较成功的海南亚龙湾，主要是形成了集聚。但是有些地方做的不太到位，

到最后集聚成了其他区域，比如有的成了房地产开发区，有的索性转化成为科技开发区，这把原有功能完全破

坏了，新的功能也发挥不足。这就需要研究有没有集聚的条件，既包括自然条件也包括市场条件，不是说有了

海湾就能建设为度假胜地。 

    2、布局模式。这是中国滨海度假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。而且这个问题从1992年就开始争论，有的专家学

者把滨海度假区规划做成了城镇规划，再好的自然资源也被破坏掉了。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。其中有一个技术

性环节，关键是如何处理海滩和建筑的关系。现在一般的方式：沙滩、道路、建筑、绿化。这样的方式是100年

以前的国际模式。现在的模式是：沙滩、建筑、绿化、道路。这是以人为本的方式、最便于消费者的方式。国

内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，虽然是技术性问题，但却成为重中之重的要害性问题。黄金地段要产生黄金效益，把

黄金地段拿来修马路，是绝对错误的。所以布局模式仍然是滨海度假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，包括人和自然的

问题、方便程度等，都是重要问题。 

    3、联动模式。就是度假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，处理好了共同发展，处理不好则互相影响。其中核心问题就

是对模式问题没有认识清楚，包括很多城市规划专家，建筑专家都缺乏认识。由此也影响城市和区域的发展，

所以要构造一个积极的联动模式。 

    4、人本模式。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，都要达到精致，都要注重细节。 

    （三）市场模式 

    1、休闲度假的发展趋势。消费大众化、产品多样化、追求个性化、市场层次化和发展国际化，这是总的发

展趋势。尤其是这些年以来，发展得越来越快。因为消费者有一个加速度成长的态势，包括消费加速度成长和

消费要求加速度成长，对下一步发展必然提出更高的挑战。 

    2、市场层次。从消费层次的角度，有大众、中端和高端。从年龄来看有老、中、青、少，大体上四个层

次。从客源市场来说，有本地、外地和外国。这些层次都需要针对性。如果缺乏针对性，在市场上只能打乱

仗，进一步的结果是使度假区内部无分工。80后的消费群即将成为市场主流，如何对应是迫在眉睫的问题。因

为80后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是截然不同的，放得开、会玩，上一代做不来的，他们干得很自然。由此自然涉

及市场年龄衔接问题。下一步真正需要关注的是80后的市场。就滨海旅游而言，青年市场是根本的市场，中老

年市场也不能忽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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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（四）经营模式 

    1、时间模式。就是滨海旅游的时间利用系数。基本上分三个层次：一是顶级的世界滨海度假地，二是地中

海模式，中国的时间利用系数可能是最后一个层次。如何延长消费时间，创造一个新模式，首先是全年时间的

利用，其次是季节时间的利用，再次是一天时间的利用。尤其是北方海滨，从开发模式来说，就需研究室内和

室外相结合，海滨与其他资源的结合问题。 

    2、延伸模式。这是海滨的空间利用系数。除了滨海度假外，形成会议中心、创意基地、各类总部的研发基

地。这是传统模式的延伸并形成趋势。很多人设立工作室，都是找环境最好的地方设立，这样滨海的优势就能

发挥出来。 

    3、分工模式。各类设施需要好的组合，这种组合是既分区域又同时构造较好的人群聚集。酒店、高尔夫球

场、公寓、汽车营地等等这样系列性的组合，兼顾高中低各种市场。构成区域性总体发展，但这里面有比较清

晰的分工。区位、设施都要有相应的分工。 

    4、区域模式。是研究各地的差异性经营问题。对滨海旅游来说比较难，因为滨海度假产品的同质化程度较

高，但不是不可以解决的问题。 

    5、管理模式。政府和企业要各在其位。一定意义上政府更需要做的是总体发展的规划布局和市场促销的工

作，这里面需要一系列的公共政策。政府和企业各在其位、各尽其职，形成较好的发展。 

    6、组织模式。要树立数字海滨的概念，形成一个新型交通的概念。自驾车成为滨海旅游的主体交通方式。

如何对应新的交通方式、新的旅游方式、新的消费方式，是一种新的挑战，需要一系列创新服务。这种创新服

务既有政府的创新服务也有企业的创新服务。其中，如何突出滨海度假区的特色，在市场上形成相应的声势，

这是政府下一步需要做的重要工作。把这些工作抓好就是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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